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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民俗节日品牌形象设计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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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要】：品牌形象设计作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视觉载体，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对象，是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文化推广和

传播的重要形象。本方案基于前期线上线下的调查结果与分析，阐述了中国传统民俗节日视觉形象的现状与问题，指出了中

国传统民俗节日视觉形象不仅要符合受众的内容打造，更要符合新时代人们对于温馨、神秘为基调祈求家人平安、团圆、幸

福为宗旨的心理需求，探索新视觉的优化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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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视社会主

义文化建设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，推动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作为党的指导思想。以

中元节为例：提升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品牌形象设

计及文创产品创新设计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，是中国传统

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品牌形象升级的重要意义。

2 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分析

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载体，体现传统文化内涵。

在中国众多传统节日当中，最具趣味的莫过于传统节日。中

国人的“中元节”，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是汉族最隆重的传统

鬼神祭祀节日，佛教称为“盂兰盆节”。国外传统节日当中，

泰国中元节、墨西哥亡灵节、日本“盂兰盆节”都比较有名，

最著名的还是西方万圣节（10 月 31 日）[1]。西方的传统节

日--万圣节让商家赚了个盆满钵满，过节的年轻群体虽然大

把往外掏银子，但也“不改其乐”。同样相似的项目，中国

本土“中元节”像许多其他节日一样，渐渐在日历上消失了

身影。

孔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在《论语》中明确告诫弟子：“务

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知矣”。中国中元节活动更多

的是对于先人的怀念和尊敬，呈现出来是一片悲伤的气氛。

中国传统“中元节”民俗活动在古代时期较丰富，在农

历七月十五日会有丰富的民俗活动如祭祀、灯会、放焰火、

放河灯等等。然而当今中国“中元节”，都以祭祀为中心内

容，全部活动都为祭祀服务，节日气氛为“悲伤”。国外的

传统节日娱乐性较强，日本“盂兰盆节”脱离了悲伤凄苦的

本意，而完全是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，西方万圣节节日气氛

充满着“惊险刺激、嬉笑欢乐”的格调。

“中元节”在中国文化、世界文化交融过程中，逐渐由

祭祀发展到敬祖尽孝，全家团聚为文化核心，中国鬼节的文

化核心中人们更希望整个节日气氛会以“团聚”为关键词来

展开。人们希望更加温馨、神秘的基调来过体现节日氛围。

3 中外鬼节品牌形象设计分析

国外万圣节品牌设计和品牌文化活动较丰富，国外万圣

节庆典活动较丰富、盛大，政府参与和规划、民众参与度较

高，相应的品牌形象设计较完整如标志、图形、色彩、包装

等统一的视觉形象。相对而言，日本“盂兰盆节”温馨、泰

国“中元节”快活、墨西哥“亡灵节”奇特、中国“中元节”

神秘、美国“万圣节”趣味。

万圣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，与中元节类似，在每年的

10月 31 日晚庆祝。为庆祝万圣节的来临，那一天，每家门

前都要挂上一盏南瓜灯，人人都穿上奇装异服，装扮成各种

可爱的鬼怪挨家挨户地敲门，要求获得糖果，否则就会捣蛋。

同时，黑色和橙色成为万圣节的传统颜色，鬼怪造型和极具

特色的南瓜灯也成为万圣节极具特色的标志[2]。鬼怪元素有：

奇异鬼怪有南瓜灯、幽灵、精灵、僵尸、魔鬼、食尸鬼，奇

幻鬼怪，卡通鬼怪，传说鬼怪，卡通人物。

3-1 万圣节主题活动展示 3-2 日本“大”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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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万圣节海报

万圣节期间，在众多品牌中借助于鬼怪元素进行拓展应

用。2018“幻梦之城”兰桂坊万圣节主画面形象及延展，极

具特色和个性，又有浓厚的万圣节气息，精准定位年轻人群

的审美喜好。麦当劳借用魔鬼的形象和奇幻鬼怪的异影图形

进行创意设计。万圣节活动展示采用南瓜灯、卡通鬼怪等元

素来进行创意设计，万圣节的图形及品牌活动及视觉、空间

设计较丰富。

3-4 2018“梦幻之城”兰桂坊万圣节形象设计

日本“盂兰盆节”图形符号如：“大”字、“妙法”二

字、“船”形、“牌坊”图案，视觉统一、形象鲜明，民俗

活动气势宏大，服饰、商品、图形等大量视觉符号和商品在

鬼节期间广泛应用，成为日本传统文化一大亮点。

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——中元节主题是祭祀，中元节中全

部活动都为祭祀服务，节日气氛充满了对祖先的情感追思和

物质回馈，欢娱性较弱，并未出现标识等识别形象系统。

3 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的品牌形象设计

通过调查研究发现，提出将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

品牌形象设计以“神秘”“温馨”为设计基调，符合广大人

民群众的设计一套完整的中国“中元节”品牌形象，如标志、

标准色、标准字体、吉祥物及组合设计、应用系统等，为该

节日提供实际应用参考。

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主题是祭祀，这种敬畏众

神的心理促使祭祀行为的产生，可以得出鬼魂、神灵便是祭

祀对象这一结论。综上所述，提取“鬼魂、神灵”这一点作

为突破点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能看到许多关于鬼神的传说、

文史记载，《山海经》便是其中之一，标志以眼睛作为元素

进行创意设计，通过提取山海经里面鬼怪形象进行主体图形

设计。

4-1 中元节标志设计

《山海经》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、民族、祭祀、巫医等方面，

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、包罗万汇。画面中的主视觉来源

于鬼怪面部，中性的鬼怪形象体现一种神秘的气息，以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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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花纹传达地域特色，能够象征“中元节”这一传统节日[3]。

中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主题是祭祀，延展产品的

创意元素来源于祭祀中的器具和日常使用物品。专属于盂兰

盆节的中式酒具套装，将祭祀的过程变得有仪式感，其他延

展产品则适合日常生活使用。跳脱出原本“中元节”关于鬼

的角度，淡化传统习俗活动给人的恐惧感，使过节的过程更

温馨、神秘。

中国传统民俗节日－“中元节”，以一种偏复古的画面

呈现，祥云、书法体、等形象结合卡牌的形式体现鬼节的仪

式感。从细节处抓住大众的视野，从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。

4-2 “中元节”文创设计

4 结语

“中元节”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，节日气氛

从“恐怖、悲伤”氛围发展到以“神秘”“温馨”为设计基

调，继承和发展民俗节日。通过“中元节”标志设计、图形

设计、民俗活动产品设计环境应用。从而，中国传统民俗节

日-“中元节”品牌形象计以目连救母的故事和山海经的形象

元素为基础，使设计内容具有地域性和国际性，从而提升中

国传统民俗节日“中元节”品牌价值和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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